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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提出
一个对未来购买小排量车客户非常
有利的建议。该协会正在游说发改
委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小排量车
购置税减半的政策纳入规划中，并
长期执行，而这也符合我国节能减
排的“主旋律”。中国此前已发布规
定，要求到 2020 年国产乘用车平均
油耗降到 5 升/百公里，而今年为 6.7
升/百公里。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
标，很多车企都在布局小排量车车
市、国产小排量发动机，如果有减税
政策的刺激，未来小排量控们能选
择的产品将更加丰富。

中汽协提出减税建议

去年第四季度，打算购买小排
量车的消费者收到政府发来的红
包——我国决定从 2015 年 10 月 1
日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对购买 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实施减半征
收车辆购置税的优惠政策。

减税政策对当时处于低迷的
车市来说是一剂强心剂，中国汽车
销量在过去 8 个月里有 7 个月出现
增长。去年第四季度，车市强力反
弹 ，全 年 中 国 汽 车 产 销 量 均 超 过
2450 万辆，创全球历史新高，连续 7
年蝉联全球第一。在这个政策的

刺激下，2015 年中国品牌乘用车销
售同比增长 15.3%，占乘用车销售
总量的 41.3%，比上一年同期提高
2.9 个百分点。

去年，小排量车购置税减半的
政策是经中汽协建议后实施的，而
政策今年年底将到期，因此中汽协
又发出新的呼吁。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副秘书长叶盛基 6 月 13 日表
示，正在说服发改委以及工业和信
息化部将这项减税政策纳入规划
中。叶盛基说，这项政策不仅将提
振 消 费 ，而 且 有 助 于 引 导 行 业 趋
势。应该将鼓励小型汽车的发展
纳入行业规划指导原则中。

如果政府采纳这个建议，意味
着未来购买 1.6L 及以下排量车型
的车主，可以长期享受购置税减半
的政策优惠。

而多位车企人士表示，小排量
车减税政策符合节能减排的目标，
对提振车市销量的作用非常明显，
但又不像前几年那样引起哄抢，令
车市出现爆发性增长。因此延长
实施时间的概率非常高。

车企加码小排量车市场

中国一直在有部署地推进节能
减排计划。从 2015 年到 2020 年，工

信部为当年生产乘用车设立的平均
油耗目标分别为百公里 6.9 升、6.7
升、6.4 升、6 升、5.5 升和 5 升。

因此，除了加快新能源车市的
布局外，小排量化也是车企推新品
时的一大考虑。“新君越 20T 车型
可以享受到国家购置税减半的优
惠，能够为消费者节约 1.1 万元的
真金白银。”今年 3 月新君越上市
时，别克市场营销部部长包晔向媒
体解释旗下 B 级车新君越为何要
搭载 1.5T 动力系统时如是说。按
通用汽车的规划，2017 年前，1.4L
与 1.5L 涡轮增压发动机小排量发
动机将应用到通用汽车旗下五大
品牌的 27 款车型上。

宝马、奥迪等豪华品牌也不例
外。宝马的 2 系旅行车、X1 等车都
搭载了 1.5T 三缸发动机。根据奥
迪在今年初制定的全新战略，发动
机小排量化将成为 2016 年的发展
重点，目前 Q7、A7 和新款 A6L 均已
开始搭载排量更小的发动机。而
即将上市的车型中，A4L 入门车型
将采用 1.4T 发动机。

如果中汽协的建议得到采纳，
未来小排量车有长期的减税政策，
车企对小排量车的态度也更加积
极，这一细分市场销量份额占比将
会进一步扩大。 (据南方都市报)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建议
小排量车永久减税

很多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是关怀备
至，甚至达到“爱”的程度。即时你真的

“爱”它，也不能爱的太过分。你为了更好
地保护引擎，将机油加的过满，其实这是
不对的。下面介绍一些方法，教您如何更
好的去“爱”车，而不是去“害”车。

误区一：润滑油，贵的就好

错误观点：有的车主认为便宜无好
货，所以在选择润滑油时觉得价格越贵就
越好。

解决方法：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我们
在选择润滑油时不能只看价格，而要选择
适合自己车型和季节的润滑油才是正确
做法。好的润滑油要根据 SAE 黏度级别
和 API 质量级别来选择。以“SAE10W-40

“为例：SAE 是指粘度级别，W 指适合冬季
用的油，W 前面的数字越小，说明这种润
滑油的低温流动性越好，冷启动时润滑更
好；后面的数字 10、20、30、40 等指黏度的
大小，数字越大，表示高温的黏度越高。
在夏季换油，最好选择后面数字较大的
油。

误区二：空调不凉，一定缺氟

错误观点：炎炎夏日，很多人都无比
怀念冬季的那一丝寒冷，总是把空调调得
特别低。一些车主发现爱车的空调不制
冷，想当然地判断为“空调缺氟”，直接开
到维修站或路边维修店，要求加氟。幸运
的话，遇到 4S 店里负责任的维修师傅，还
能按部就班地检查，要是一些路边维修
店，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越“治”病越
多。

解决方法：一定要去正规修理厂，请
维修专家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盲目加
氟，空调管路里的氟超过标准，系统管路
的压力也会相应升高，反而会使系统散热
不良，空调不凉。

误区三：夏季一定要降低胎压

错误观点：其实，胎压过低比胎压高
更加危险。因为胎压过低，使轮胎与地面
接触面积增加，行驶时胎内温度不正常增
加。同时，由于胎侧变形严重，内部的钢
丝、帘布层老化加剧，高速时也会使轮胎
温度迅速增加导致爆胎，并且使耗油量增
加，轮胎寿命降低。

解决方法：建议车主们最好去大型正
规的轮胎店，为轮胎和备胎充氮气。氮气
为惰性双原子气体，化学性质极不活跃，
热膨胀系数低，热传导性低，在温度变化
时，体积膨胀远比空气低，降低了爆胎几
率。充氮气的轮胎行驶时变形小、抓地能
力提高、降低了滚动阻力而减少燃油消
耗。轮胎的安全与否与汽车安全有着直
接的关系，我们在轮胎养护时不可轻视。

误区四：洗车时，顺手冲冷凝器

错误观点：有的车主在洗车时，让洗
车工用高压水枪顺便冲冲冷凝器和水箱，
清理上面的灰尘和杂物。

解决方法：车主清洁水箱杂质是非常
重要的养护方法，清理本身是没问题的，
但这种草草的做法就有失妥当了。应该
先用压缩空气，从内向外清理表面的灰
尘，清理树叶和柳絮等异物，再用水管从
内向外冲洗，使冷凝器和水箱彻底干净。

误区五：空调开关锁定内循环

错误观点：一些车主将空调开关始终
置于内循环的位置，其实这种方式有些欠
妥，空调的调节方式应该随温度和环境而
定。

解决方法：启动发动机后，最好运转
几分钟后，先打开鼓风机，并开窗通风，待
车内温度稍降再开空调，以减少发动机和
压缩机的负荷；先使用车内循环，使空气
迅速降温，行驶一段时间后，待车内温度
与车外环境温度大致持平，再使用外循
环，可以保持车内的空气清新。另外，切
记不要在车内睡觉。

气温越来越高而且有点变化无常的
夏季，成为汽车故障的多发期。无论是防
止汽车发生自燃等火灾，还是防止潮湿侵
入引发故障，水与火两者都成为安全行车
的大敌。除了车辆本身的损害之外，夏季
的酷热也可能引起司机与乘客身体的不
适，从而间接地引发行车事故。因此，夏
季养车一定要避免误区，找准方法，真正
把车养好。

（据慧聪汽车网（北京））

夏季汽车保养
必须避免的养护误区

轮胎可不止是你看到的那层黑
乎乎橡胶，它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科技
性可不比一辆汽车简单。想想看，滚
在地上的几条轮胎承受着几百公斤
甚至上百吨的重量，而且还得滚的出
色，滚出“胎生”精彩，而接触地面的
橡胶面积却只有巴掌那么大，你不应
该给这个跳“芭蕾”的黑胖子点个赞，
打个赏吗？

那轮胎到底有何德何能让我们
必须对它真正地重视起来呢？首先
是轮胎的胎体结构，由内而外分为气
密层（密封轮胎防止漏气）、趾口（将
轮胎固定在轮圈上的结构，也是轮胎
受力最大的部分）、胎体层（轮胎骨
架，对内承受气压，对外承受车重和
路面冲击）、刚丝层、覆盖层（防止胎
体 钢 丝 过 度 扩 张 变 形 ，加 强 胎 体 刚
性，同时保证胎面最大接地面积），最
后就是我们用肉眼能看到的胎面、胎
肩、胎侧了，所有跟抓地、排水、支撑
等性能方面相关的部分都是这三个
结构最先要面对的。

所谓轮胎性能，对于普通消费者
来说在通常情况下并不会有极大的
差 别 ，而 在 极 限 情 况 下 就 大 大 不 同
了。轮胎厂商和汽车厂商一样，新品
上市前的测试工作也是十分艰巨的，
这是给轮胎新品定性的过程。而我
们作为媒体，测试轮胎更像是替消费
者来验证轮胎厂商是否将这款新品
做到了名副其实。

从测试项目上来说，专业汽车媒
体的测试项目和步骤与厂商前期开

发的测试项目有高度重叠。一般分
为 0～100 公 里/小 时 加 速 测 试 、
100～0 公 里/小 时 紧 急 制 动 测 试 、
180 米 蛇 形 绕 桩 测 试 、车 内/外 噪 声
测试和日常主观评价测试。由于厂
商的前期开发十分复杂，因此，除了
上 面 这 些 必 做 项 目 ，还 有 很 多 针 对
轮胎细节的客观测试和种类繁多的
主观测试，比如针对耐久性、噪声控
制等测试项目。不仅需要更多专业
测 试 仪 器 ，还 要 有 很 多 针 对 性 的 大
型 台 架 ，工 作 量 甚 至 比 整 车 开 发 测
试还要大。

测试轮胎需要测试人员需要有
特别敏感的神经系统。在做 100～0
公里/小时制动测试的时候，由于车
上 时 速 表 数 据 与 真 实 速 度 有 偏 差
（表显时速一般比真实速度快 3～5
公 里/小 时），因 此 必 须 使 用 利 用 多
颗 卫 星 定 位 的 专 业 测 试 仪 器（英 国
Racelogic 出品的 Vbox 系列应用最为
广泛）。并且在仪器显示真实 100 公
里时速之后高 3～5 公里时速时迅速
全 力 制 动 ，这 样 就 能 保 证 仪 器 设 定
的 测 试 范 围 在 制 动 区 间 内 ，读 数 才
有效。而这样的测试要在同一路况
下 来 回 进 行 十 次 取 平 均 值 ，成 绩 即
被认定评价轮胎制动抓地性能的依
据 。 而 整 个 测 试 过 程 ，测 试 人 员 还
要凭借各种神经来捕捉轮胎在每次
紧 急 制 动 时 细 小 的 状 态 ，如 循 迹 性
是 否 一 致 ，对 ABS 的 影 响 是 否 过 大
等等。

同样，主观评价测试由于没有仪

器辅助，对测试人员的经验和敏感度
要求更高。传入车内的轮胎噪声会
比操控体验来的更早，无论车辆隔音
如何，噪声的不同频段都有可能传入
车厢。人类对噪声的感受有好有坏，
某一频段的噪声或许不会被注意到，
但是测试人员就需要捕捉到这一频
段 的 噪 声 ，并 且 判 断 是 否 会 有 类 似

“温水煮青蛙”的问题。轻易就能感
受到的噪音就要区分到底是胎面主
沟槽或者花块造成的还是胎壁造成
的 ，进 而 对 轮 胎 外 观 的 设 计 进 行 评
价。在操驾感受方面，轮胎胎体的刚
性会直接表现在过弯时的支撑，不好
的胎体结构会在转弯时带来“崴脚”
的反馈，经过颠簸时并不会有效吸收
震动。就像师傅带徒弟一样，主观评
价非常难，不仅对媒体测试来说需要
大量积累经验，就连厂商的主观评价
测试人员在两年之内出师是绝无可
能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拿到新胎
而不做两百公里以上的磨合就开始
评论轮胎感受的主客观评价都是耍
流氓！因为新胎刚落地的时候都会
有噪声低、抓地感受好的假象，那是
新胎保护层在作怪。

轮胎看着不起眼儿，但是里面的
学问可是真不少。消费者甚至媒体
除了要多了解轮胎本身的构造，还要
多研究配方，多看厂商和少数有经验
的媒体做的测试报告，在其中找到一
些有价值的点，这样才不会被现在市
面上各种鱼龙混杂的所谓测试评价
所蛊惑。 （据金羊网（广州））

轮胎不止是橡胶
复杂性和科技性值得点赞

每年 6 月至 10 月，是汽车自燃的高峰
期，消防部门曾对机动车自燃事故进行过分
析：其中小轿车火灾居多，占 40％以上；行
驶状态下发生火灾居多，占 70％左右；火灾
原因以电线短路居多，占 60％以上。车辆
自燃一般不外乎以下八种原因，车主只要

“对症”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就可以避免
车辆自燃的发生。

原因1：电路老化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汽车的电线会
老化，外表绝缘层脱落，电路故障或者电线
接触不良会造成短路，从而引起自燃。

维修技师处方：定期检查电路，如果电线
出现胶皮老化，电线发热等情况，应及时修理。

原因2：不正确的改造电路

有的车主在购买新车后，往往自己加装
一些东西，如防盗器，音响等。一些店的工
人不专业，不分析线路结构，不考虑线路的
功率，随意引电线，不加保险，不固定电线
等，这些错误操作都会造成危险。

维修技师处方：尽量少改变电路，如果
想装的话，一定要找技术熟练的店做。

原因3：长期不清理接线柱

发动机舱内油泥阻止散热，导致温度过
高或者电瓶接线柱因杂质、油污使接触点发
热引发燃烧。

维修技师处方：勤检查，发现发动机舱
或接线柱脏了，应及时清理。

原因4：油路泄漏

由于油路多数是使用橡胶材质，橡胶老
化会发生龟裂造成汽油泄漏。

维修技师处方：定期检查油路，发现问题
及时更换，保持发动机整个系统整洁干净。

原因5：静电导致起火

有数据表明，女性加油时发生意外的比
例高于男性。因为女性有比较高的比例在
加油期间回驾驶室等待，驾驶人回到座位上
摩擦座椅带电，有可能在放电时引起火灾。
同时，由于一些衣物、座套等原因，车上的
静电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话，也会发生火灾。

维修技师处方：平时注意放电，比如买
一个放电棒，选择座套或者穿衣服多用纯棉
质地的等。

原因6：吸烟造成燃烧

并不是说吸烟的时候直接把车点着，而
是在吸烟后没有把烟头熄灭就直接放在烟
灰缸内，或者把打火机放在仪表台上经过暴
晒后发生爆炸引起燃烧。

维修技师处方：车内尽量少吸烟，不但
减少隐患，还对我们的健康有利。注意吸烟
后打火机和烟头的处理。还需要注意的是，
空气清新剂或者杀虫剂等罐装物品也可能
造成爆炸。

原因7：停车不当造成燃烧

停车时，一定要注意车底是否有易燃物，
比如说干草、枯枝等。车辆长时间行驶后三
元催化器温度升高，达 300~400 摄氏度。如
果车底有易燃物，就可能让车辆起火。

维修技师处方：停车时进行检查，确认
车下没有易燃物。

原因8：仪表台上放打火机、香水

随着天气变热，这些易燃易爆物品很可
能成为爱车自燃的元凶。

维修技师处方：你的爱车里可千万不要
放打火机、香水等物品。

（据重庆晨报）

夏季高温
汽车自燃八大原因
你需要知道


